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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巴林特小组对改善本科实习护生职场冷漠及共情能力的效果。方法
 

将临床实习的200名本科实习护生随机分为

对照组(100例)和试验组(100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实习带教,试验组在常规带教基础上开展巴林特小组活动,每2周1次,连续

6次(12周)后评价效果。结果
 

活动后试验组护生职场冷漠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共情能力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
结论

 

巴林特小组活动有助于改善本科实习护生职场冷漠状况,提高共情能力,从而树立正确的护理职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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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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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wo
 

hundred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during
 

clinical
 

practice
 

were
 

rando-
mized

 

to
 

a
 

control
 

group
 

of
 

100
 

that
 

received
 

usual
 

clinical
 

mentoring,
 

or
 

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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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received
 

training
 

based
 

on
 

Balint
 

groups
 

once
 

every
 

two
 

weeks
 

for
 

six
 

sessions(a
 

period
 

of
 

12
 

weeks).
 

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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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
 

signifi-
cantly

 

lower
 

score
 

of
 

workplace
 

indifference,
 

but
 

higher
 

empathy
 

scor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he
 

intervention
 

(both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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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场冷漠表现为在工作中态度冷漠,缺乏一定的

同情心,工作行为不积极。有研究表明,职场冷漠具

有一定的普遍性,在一定程度上会给当事人双方带来

消极影响,阻碍个体对于目标的努力[1-2]。共情是指

能够理解他人的内心感受和体验,并把这种理解传达

给他人的一种能力[3],属于人际沟通范畴[4]。有研究

显示,较多医疗纠纷案例起因是由于医患双方缺乏有

效沟通和理解[5],导致问题升级。良好和谐的工作氛

围,减少职场冷漠感,进一步提高医护人员的共情能

力都将有助于医患关系的和谐发展,并且提升医护人

员工作积极性。巴林特小组是由精神病学家 Michael
 

Balint和社会工作者Enid
 

Balint共同创建,旨在解决

医护人员的心理和医患关系的问题。通过成立巴林

特小组,让大家分享在临床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困惑

及与心理相关的案例,并在小组成员中进行针对性的

讨论及演练[6]。在团体协作、头脑风暴、叙事理念及

情感支持等共同作用下,让医护人员能够更好地理解

患者的心理和情绪,进一步改善医护人员的共情能

力,减少职场冷漠,减少医患纠纷[7],增强医护人员工

作幸福感。特别是护理本科实习生(下称本科护生),
即将踏入职场,处在承上启下阶段,具备积极的工作

热忱和同情心是适应临床护理工作的重要条件。目

前,针对本科护生已有相关巴林特小组模式研究报

道[8-9],但未涉及职场冷漠,故本研究将巴林特小组模

式设计为针对本科护生职场冷漠、共情能力的作用进

行教学实践,取得良好效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2020年6~12月锦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实习的本科护生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
全日制护理本科大四学生;②参加全程临床实习;

 

③
沟通畅通,对本研究知情,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

准:①有心理精神疾病、情绪障碍;②因个人原因、医
疗事故或纠纷中断实习。按上述标准共纳入200人,
在研究开始前,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尾号为

单数为试验组,尾号为双数为对照组,各100人。两

组一般资料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人数
性别(人)
男 女

年龄

(岁,x±s)
独生子女

(人)
学生干部

(人)
对照组 100 12 88 21.24±0.84 75 16
试验组 100 8 92 21.17±0.95 69 18
t/χ2 0.889 -0.550 0.893 1.085
P 0.480  0.583 0.431 0.386

1.2 干预方法

对照组护生参加医院护理部组织的常规实习培

训课程及心理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入院实习宣教、实
习生守则、护理理论复习、护理操作技能指导、初识职

场与心理指导、职场心理问题等,培训形式以理论讲

授、小讲座、观看相关专题纪录片等展开。试验组护

生在常规培训基础上,定期参加巴林特小组活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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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如下。
1.2.1 成立巴林特活动管理小组 由1名护理部主

任(负责统筹规划、质量把控、活动指导)、2名护士长

(具有10年以上护理工作经验且具备国家心理咨询

师二级证书,担任组长,负责活动内容、培训及提供专

业心理指导)、2名护士(具有5年以上护理工作经

验,主要负责小组活动的组织和安排、维持活动秩

序)、2名护理学研究生组成(辅助活动顺利开展、问
卷的发放和回收)。
1.2.2 活动方案设计 干预开始前,由2名护士长对

团队成员进行统一培训,然后由团队成员共同设订巴

林特小组活动方案。活动为6次(6个不同案例),以其

中一组为例,6次活动案例主题:①第1次目睹急诊或

重症患者死亡;②患者及家属因家庭经济原因,主动要

求放弃治疗;③因自己护理经验不足,在带教老师的指

导下也未能成功完成基础护理操作(如静脉输液、血气

分析等),遭到患者及家属责怪;④在临床实习工作中,
受到个别护理人员消极言行影响;⑤与带教老师或其

他实习护生相处不融洽,难以融入;⑥某些患者经过反

复多次治疗后效果欠佳,直面患者的沮丧与难过。活

动每次90
  

min,每2周1次,共12周。活动以10人小

组开展。具体活动步骤与方式见表2。
表2 巴林特小组活动实施步骤与方式

活动步骤 案例分享者 组员 组长 时间

1.案例分享 请1名本科护生分享临床实习

所遇真实案例

倾听、记录、关注案例,并准备

提问问题

维持会场安静 5
 

min

2.提问环节 回答其他成员提问 向分享者提问 提醒组员仅提问勿评判 5
 

min
3.小组讨论 不参与讨论,听其他组员发言 进行讨论、自由发言,假设自己

就是当事人,给出观点

鼓励组员发言、提出观点,但勿

进行批评

20
 

min

4.情景模拟及角色扮演 观看情景模拟,再次思考案例 选择角色,以“第一人称”对案

例做出反应

组织情景模拟顺利进行 30
 

min

5.反馈 分享观看后自己的体验和观点 倾听,有新的观点再次提出 请案例分享者阐述自己的观点 10
 

min
6.总结 聆听组长总结 聆听组长总结 分析案例、指导正确的思维方

式和处理问题方式,给予建议

20
 

min

1.2.3 活动细则 ①本科护生将在临床实习过程

中、在工作或者人际关系中所遇到的问题或者困惑,
形成实际案例,包括整个案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
物、自己的处理方式及事件结局和自己内心感受。每

个小组择优选用6个案例。②提问环节,组员可以对

自己所关心的问题提问,加强对案例了解、完善案例

细节,但不可评判(强调只关注事件本身,不带主观色

彩)。③小组讨论。组长鼓励大家自由发言,阐述自

己的想法;强调发言者以“第一人称”换位思考。此环

节案例分享者不参与讨论,以便组员充分发言,有利

于集中大家的智慧。④情景模拟及角色扮演。根据

案例分享者的真实案例,小组成员进行情景模拟表

演,模拟当时的情景,扮演不同的人物,成员可以尝试

不同角色,互换角色,体验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心

理体验,能够更好的照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对案

例做出不同反应。⑤情景模拟结束后,组长邀请案例

分享者回归参与讨论,分享新的体会及再次遇到类似

案例自己的处理方式。组员可再次分享角色体验后

的体验,抒发困惑与难过情感等。⑥总结。组长帮助

分析整个案例,剖析事件,汇总所有成员的发言,帮助

其建立正确的思维方式,并分享相似案例的临床实际

处理方式。解答护理本科实习生在案例中所遇到的

困惑,帮助减轻心理障碍,放松心情。
1.3 评价方法 ①职场冷漠。采用袁荣等[1]编制的

职场冷漠问卷,包含职场支持(9个条目)、职场认同(9
个条目)和职场关注(5个条目)3个维度共23个条

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

合),得分范围23~115分,得分越高表明职场冷漠感

越强。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7。②共情。
采用安秀琴等[7]翻译修订的杰弗逊共情(the

 

Jeffer-
son

 

Scale
 

of
 

Empathy-Health
 

Professionals,JSE-HP)
中文版,包含换位思考(3个条目)、情感关怀(7个条

目)、观点采择(10个条目)3个维度共20个条目,采
用Likert

 

7级评分,按照程度从“完全不同意”至“完全

同意”依次计1~7分,得分范围20~140分,得分越高

表明共情能力越强。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823。活动前后均由巴林特小组的研究生发放和收

回问卷;阐述问卷填写注意事项后发放给本科护生独

立填写,当场收回。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录入SPSS21.0软件进行数据

处理分析。行t检验、χ2 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本科护生活动前后职场冷漠评分比较 见

表3。
表3 两组本科护生活动前后职场冷漠评分比较

分,x±s
时间 组别 人数 职场支持 职场认同 职场关注 总分

活动前 对照组 100 29.84±4.5028.01±6.4918.94±2.8776.79±8.50
试验组 100 29.95±4.8026.46±7.1319.19±2.7875.60±9.09
t 0.167 -1.606 0.625 -0.956
P 0.868  0.110 0.533  0.340

活动后 对照组 100 29.55±5.4727.47±6.4818.12±3.1975.14±8.18
试验组 100 17.94±4.3517.46±4.6713.57±3.9148.97±10.21
t 16.590 12.521 9.002 19.999
P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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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本科护生活动前后共情能力评分比较 见

表4。
表4 两组本科护生活动前后共情能力评分比较

分,x±s
时间 组别 人数 换位思考 情感关怀 观点采择 总分

活动前 对照组 100 8.48±2.2620.76±6.9629.42±6.0558.66±6.98
试验组 100 9.07±2.5820.52±5.7430.91±10.6460.50±10.30
t 1.718 -0.266 1.217 1.478
P 0.087  0.791 0.225 0.141

活动后 对照组 100 9.63±2.5221.12±5.9229.78±5.1060.53±6.83
试验组 100 15.50±2.3531.85±4.3447.39±8.2494.74±12.63
t 16.972 14.603 18.164 23.821
P <0.001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3.1 巴林特小组活动有助于降低本科护生职场冷漠

 研究显示,冷漠关系若存在于具有相互关系的两个

个体中,会对感知 到 冷 漠 情 绪 的 个 体 产 生 负 面 影

响[10],影响其个人情绪及工作行为。职场冷漠不仅发

生在与同事和上司之间的关系中,还会影响其他感受

者的情绪[11]。职场冷漠会加速情绪耗竭[12],降低生

活幸福感和对生活的积极性,产生工作倦怠[13],甚至

影响正常工作。聂顺婷等[14]研究表明,职场冷漠会影

响员工对他人的情感投入和工作投入,所以寻求更好

的方式改善护理人员职场冷漠非常必要。本科护生

即将步入临床护理工作岗位,是未来医院护理的主干

力量,他们的情绪状态及工作投入程度与患者的健康

恢复和护理质量息息相关。本研究采用巴林特小组

模式,对本科护生开展定期活动,让他们分享在实习

过程中亲身经历过的困惑,通过活动让分享者和其他

组员都有一个倾听和换位思考的过程。本研究结果

显示,活动后试验组本科护生职场冷漠评分低于对照

组,提示巴林特小组活动的开展有助于降低了本科护

生的职场冷漠,使其工作投入感更好。
3.2 巴林特小组活动有利于提高护生共情能力 共

情在临床上通常指医护人员以患者为中心,能够充分

体会患者的情绪 变 化,并 设 身 处 地 的 理 解 帮 助 患

者[15]。共情是医患沟通的桥梁,较高的共情能力能够

使护理人员更好地感知患者的需求,提高预测患者行

为的能力[16]。共情能力的提高对护理本科护生未来

工作状态具有积极影响[17]。本研究在巴林特小组活

动中鼓励小组成员通过案例自由表达他们的疑惑和

观点,充分表达临床实习中的消极情绪,小组成员和

老师帮助找原因,助其化解负面情绪,通过分享、讨
论、模拟情景、互换角色等环节,充分感受患者的情

绪,不断提升同理心,逐渐提高其共情能力。良好的

共情能力是实施人文关怀的保障,也能提高患者的依

从性[18]。本研究表明,参与巴林特小组培训活动后护

生共情能力显著较高,与王向荣等[19]究结果相一致。
同时,开展巴林特小组活动可以尽早建立护生共情文

化和人文关怀理念,提升沟通及理解能力,建立良好

的人际关系。使护生对未来的临床护理工作充满信

心,树立正确的护理职业价值观。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开展巴林特小组活动,有

效降低了本科护生职场冷漠感,提升了共情能力,有
利于护生树立正确的护理职业观,促进护理品质提升

及医患关系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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